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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汤圆

二姐住在城里，妈妈一出院就被二姐
接到她家住了。

妈妈今年84岁了，此前妈妈和85岁的
爸爸一直住在乡下。 自从妈妈正月初三住
院，妈妈就没有回乡下。 妈妈被二姐接到
她家已经是正月十五，也就是一年一度的
传统元宵佳节。 二姐对妈妈说：“包汤圆吃
啊！ ”妈妈这才知道她在医院已经住了十
余天。 妈妈就说：“头年腊月里我做的汤圆
面还没有吃完呢。 ”说她要是知道今天是
元宵节一定托人从家里把没有吃完的汤
圆面带来。 二姐笑了，说：“超市里什么没
有？ 不仅有汤圆面，就连包汤圆的馅子都
有。 ”比如豆沙的、枣泥的、芝麻的等等。而
从前妈妈在家里包的汤圆呢，里面最多就
是放一些红糖；要是爱吃荤的，里面就放
一块生猪油。 我小时，一到元宵节了，妈妈
都是用这些馅子来包汤圆，单调、乏味，特
别是吃到包上生猪油的汤圆， 油汪汪的，
亮晶晶的，咬一口，腻腻的咽不下去。

说干就干，二姐开始和汤圆面，妈妈
呢？ 坐不住了，捋了捋衣袖对二姐说：“你
和不好，我来。 ”是的，水多了，汤圆面稀
薄，软软的搓不成一团，也就是这样的汤
圆搁在盖子上时间不长就坍塌成一团，
揭也揭不起来。 要是水太少了，汤圆面太
欠，硬硬的也不容易搓成一团，水得适中
不多不少。 至于标准是什么，全靠和汤圆
面的人根据情况自行把握。 我小时，包括
二姐她们， 逞能和汤圆面不知挨妈妈多
少批评， 到最后都是妈妈来找平。 二姐
说：“你刚出院， 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
来。 ”就劝妈妈到有空调的房间里待着，
不要再受凉感冒了。 别看妈妈是耄耋之
年的老人了，平时很少感冒，去年寒天不
知因为什么，竟然一天到晚流鼻涕，咳嗽
不止，长达一个多月。 一开始妈妈觉得没
什么， 我们这些做儿女的也觉得没什么

大不了的，都一个个不放在心上。 等到过
年了，妈妈咳嗽得厉害了，以至于喘不过
气来。我们才把妈妈带到县医院检查。不
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医生诊断结果
是： 妈妈患上了右肺癌纵膈淋巴结转移
和急性支气管炎。 这下可把我们吓坏了，
背着妈妈， 我们一个个不知流了多少眼
泪。 住院期间，妈妈挂了几天盐水，咳嗽
大有好转，精神渐佳，饭量也有了明显的
增加。 可是一想起医生诊断的那个结果，
我们一个个不由得心里又一阵心酸。 每
次挂完头孢的妈妈不急着躺下， 坐在病
床上都要跟陪护她的我， 或者二姐她们
说话，一句又一句说个没完。 我担心妈妈
累了，就劝妈妈快点休息。 有时妈妈说的
话，或者讲的事令我感兴趣，我就憋不住
问她：“你咋知道得这么详细呢？ ”妈妈笑
笑， 理了理早就白了的短发说她在家里
时亲自看见的。

我常年辗转
于全国各地民办
学校， 一般情况
下不回家，过了元
宵节我所在的那家
学校就要开学了。 所
以元宵节这天， 我和二
姐一起包汤圆。二姐凭自己
的勤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考
上大学， 我凭自己的努力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初也考上大学， 而我们要考大学
的那年春节里妈妈都要在包的一只饺子里
放上一枚洗了多遍的硬币。 妈妈说：“谁吃
上这个有硬币的饺子， 谁就在这一年里考
上大学。 ”二姐那年要高考了，偏偏二姐吃
上了那只有硬币的饺子。 我那年要考大学
了，偏偏我也吃上了那只有硬币的饺子。 不
知是妈妈使然，还是命中注定。 反正吃到有
硬币的饺子， 二姐欢欣鼓舞， 我也手舞足

蹈。 如今妈妈
刚出院， 我们也在一只汤圆里放一枚硬币
让妈妈吃到。 二姐就在那只有硬币的汤圆
上做了一个记号， 也就是在搓那只汤圆的
时候，我们放上了几粒白色芝麻。那只汤圆
搓好了，几粒白色芝麻依稀镶嵌在汤圆上，
不注意根本发现不了。

一只只汤圆被二姐放到滚开的铁锅
里，如一只只精灵似地在锅里跳跃着。 时
间不长，汤圆煮好了，一个个汤圆被二姐
盛到一只大海碗里。 这时妈妈从空调房
间里出来， 二姐一脸笑容对妈妈说：“小
时，你包有硬币的饺子给我们吃，现在我
们包有硬币的汤圆吃。 ”二姐说谁吃到谁
有福气。 妈妈看了看桌子上那碗汤圆，拿
起筷子却迟迟不动，好像不知如何是好。
二姐说：“你不吃我吃。 ”就从那只大海碗
里夹一只一粒白芝麻粒都没有的汤圆，
我学着二姐的样子赶紧也在碗里夹一只
没有一点白色芝麻的汤圆送到嘴里。 这
时妈妈生怕那个有硬币的汤圆落下被自
己吃了，就也从碗里夹起一只汤圆，结果
里面什么也没有。 妈妈吃完一只汤圆，还
有些不放心， 又从碗里夹起一只汤圆放
到嘴里。 这时我心都要提到了嗓子眼，
因为那只汤圆上依稀镶嵌着几粒白色芝
麻。 妈妈咬了一口那只汤圆， 顿时愣住
了，我们欢欣鼓舞，说：“妈妈吃到有硬币
的汤圆了，祝妈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

石梁河水库漫游
大年初一下午，自驾车，来到石梁河

水库观景。 偌大的石梁河水库出奇得安
静，水面上没有一艘船，只有数不清的野
鸭水鸡，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嬉戏。 红红的
太阳像一个大火球， 在西天上慢慢朝下
坠，万顷碧波金光耀眼。 凭栏眺望一览无
余的水面，只见远处，淡淡的烟霭缭绕升
起，北边的沂蒙山脉隐隐约约。

长长的大坝横亘水库边，平整洁净的
沥青路面上，小车一辆又一辆驰过，不时
有小车减速停在大坝边， 游人渐渐多起
来。 漫步到泄洪大闸附近，宏伟的大闸矗
立在冬日清癯的蓝天下，15孔闸门全部关
闭，一边是静静的水面，一边是伸向下游
的泄洪河。 夏天发大水的时候，上游沂蒙
山的洪水涌进石梁河水库，泄洪闸所有闸
门开闸泄洪，确保洪水期间附近城乡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
泄洪闸还有一个重用的作用，就是放

水灌溉下游的农田，庄稼的生长丰收离不
开它。 我的老家在石梁河水库下游五十多
里处，村庄的北边是当地农家都知道的二
支渠， 当时水利部门工程师经过勘察选
址，二支渠经过的地势比别处高，农忙的
时候，石梁河水库朝下游放水，都是自流
灌溉，不用水泵抽水朝地里灌溉。 六月初，
夏季大忙，插秧的麦茬地，放进的是石梁河
水库的清水，耙好整平后，开始插秧，站在
凉凉的水里，“手把青秧插福田， 低头便见
水中天。 六根清净便为道， 退步原来是向
前。 ”待到水田一片青绿，一次次灌溉石梁
河水库的水，滋润水稻生长，直到沉甸甸的
稻穗压弯了稻秧， 金黄的稻粒收获归仓。
小麦播种以后，也是这样，一遇干旱，就自
流灌溉石梁河水库的水，小麦不受旱情影
响，收割时，颗粒饱满，喜获丰收。

村子周围的河塘沟渠，灌满石梁河水
库的清水。 我们那个村子，地下水又咸又
碱，不好喝，因此没有一口水井，饮用水就
用水桶到河塘沟渠挑来，那水鲜甜。 村里
上了年纪的老人喝着茶水，自豪地说：“修
建石梁河水库，我们的汗没有白流。 ”

原来， 这些老人，1958年12月开始修
建石梁河水库时，他们正年轻。 动员令一
下，村里上百口男女劳力踊跃报名，自带
行李，开拔到工地附近的村庄，有的借用
村民茅草屋吃住， 有的自己盖小草棚吃
住。 赣榆、东海几万名劳力，加班加点，日
夜奋战，水库工地人山人海，劳动场面热
火朝天，有的操着锨镐刨挖土石，有的肩
挑土石，有的独轮小车推着土石，来来往
往，一寸一寸堆高大坝。 施工期间，正值三
年经济困难时期。 留守后方的村民节省每
一粒粮，供给工地上辛勤劳动的亲人。 村
里老母亲听说自己的孩子劳动强度大，穿

的鞋子不撑磨损，经常坏掉，就组织留守
妇女，点着豆油灯，熬夜纳鞋底绗鞋帮，做
成一双双布鞋，送到工地。 赣榆、东海两县
举全县之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多方筹
措物资，全力支援前方建设。 到1962年12
月， 经过4年的建设，22米高、5200米长的
大坝横卧，水库建成，面积85平方公里，库
容5．31亿立方米。

60多年过去了， 石梁河水库依然年
轻，防洪抗旱、灌溉供水、发电养殖、旅游
观光，发挥的作用功不可没。 石梁河水库
里的红鲤鱼、鲫鱼、鲢鱼等淡水鱼，肉质细
嫩，味道鲜美。 还有小小的银鱼，晶莹澄
亮，宛如一条条白玉簪。 新鲜的银鱼，做汤
特鲜。晒成银鱼干，各大超市供不应求。去
外地走亲访友， 馈赠银鱼干， 向他们谝：
“这是江苏省最大人工水库石梁河水库里
生长的。 ”他们吃了鲜，羡慕说：“有机会，
一定去石梁河水库看看。 ”

马陵山走笔

我工作的第一站就在马陵山东麓，
自此，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发源
于山东鲁西南，地跨山东临沭、郯城，江
苏东海、新沂四县。 绵延三百余里，地势
不高，在地图上属于低矮丘陵。

马陵山谷的大沙河我曾在早春带着
学生赤脚蹚过；马陵山上的清泉寺，也曾
带领班干部一起光顾过； 马陵山脚的黑
龙潭，我也曾和友人驱车游玩过；马陵山
公园，著名的宿北战役纪念馆，我和党员
同志一起祭奠过；马陵山的历史文化，我
更从书中寻访过。

早在旧石器时代，马陵山中段的东
海县山左口乡前贤村西南，山顶、山坡
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距今约1.6万至1
万年。 被历史学家称为“大贤庄遗址”，
总面积约2万平方米。 1995年4月公布为
江苏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 通过采集
发掘，在此处发现了许多旧石器。 在制
作方法上多采用锤击法、砸击法、碰砧
法；器形大致可分为石砧、石锤、石球、
尖状器、盘状器、刮削器、砍伐器、手斧
等。 刮削器种类齐全，其中一件为船底
形，又称楔状石核，因其为亚洲东部、日
本和北美大陆细石器所特有，故有“楔
状洲际石核”之称。

春秋战国时期，这里人喊马嘶，锋镝
声声。据说，历史上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
就发生在这里。 公元前342年，魏国大将
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韩国求助于齐国。齐
国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直攻魏国
国都大梁。庞涓闻讯回兵，齐军早已绕道
东撤。庞涓率兵追赶，孙膑采用减灶诱敌
之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古道，大破魏军，
射杀庞涓。 明代李先芳有诗为证：“迥合
长堤卫水秋，满怀黄叶荻飕飕。居人近指
马陵道，遗碛遥传瓦屋头。昔日孙庞曾决

朱稽河，家乡的河

朱稽河从我的村南流过，流过起起伏伏的岁月，
时时流进我的梦里。

小时候，朱稽河不像今天这么笔直宽阔，由多条
小的支流组成， 担当着流经村庄土地的灌溉排涝的
重任。河堤上自然生长着密密麻麻的刺槐树，起到防
风固堤的作用。树木由于采光的需要，争相向高处生
长，所以树干笔直。 大树是盖房子的好材料，小树常
用来做农具的手柄，或者擀面杖等。树上数不清喜鹊
窝，成群结队的喜鹊整天忙碌着，叽喳直叫，用它们
自己的语言交流着。

春天，是河岸槐花开放的季节，小孩们玩耍中采
花解馋，如榆树钱般的清甜。 有南方来的养蜂人，带
着整箱整箱蜜蜂，到朱稽河旁安营扎寨，开始了一年
一度的采蜜工作。 孩子们顽皮的举动招致蜜蜂的攻
击，被蛰处生疼难忍，瞬间肿得老高。 善意的养蜂人
拿来膏药涂抹，还给些蜂蜜解馋。生产队会在河中筑
起土坝，把上游的流水拦截存贮，以提高水位，方便
灌溉庄稼。

夏天，河水潺潺，黄色的浅滩里，长满浑身黄色
波纹的小蚬子、青灰色的蛤蜊、蜗牛等。 吃过早饭就
和小伙伴们穿着短裤，光着上身，赤着脚，在沙滩鹅
卵石或淤泥里翻找，一颗颗捡到篮子里。偶尔看到浅
水中一两条小鱼穿梭，便顺着河水追击，脚下踩得水
花四溅， 找准时机来个饿虎扑食， 但多数是空手而
起，赢得众伙伴开心地大笑和河水漫过全身的清凉。
爬起身，抹去脸上的泥水，气急败坏地把河水泼向幸
灾乐祸的旁观者。被泼者就以水还击，一场水仗就这
样开始，直到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玩闹中收获渐渐
增多， 等到篮子差不多装满了， 太阳偏西才想起回
家。 嬉笑总是伴随着烦恼：在水里，冷不丁有蚂蟥叮
在腿上，或脚被贝壳划伤；暴露在空气中的皮肤被小
虫咬得满是疙瘩，奇痒难耐。 便忍不住用手抓，有时
用砂子搓，于是小疙瘩变成大疙瘩，大疙瘩连成片，
一直到晚上也未能完全消失。

每逢下大雨，朱稽河河水暴涨，有时石梁河水库
开闸放水， 河水还会漫过河堤。 上游的鱼儿顺流而
下，引来父辈们站在水中张网捕捞，俗称淌鱼。 淌鱼
过程需要智勇并存： 河中水流湍急， 有一定的危险
性，一般在地势相对平缓、水流相对较弱的河岸边下
网。 网的制作方法，是将两长一短的3根竹竿或木棍
用绳子绑扎成A字形网架，长宽有3米左右，再将网
片边缘网眼穿上细绳并固定在网架上。 长竿末端的
绳子要张紧，才能把网前端充分展开，并贴近河床，
防止从网下逃窜，后端内收自然形成网兜，避免起网
时鱼儿折返逃掉，保证捕鱼的成功率。操作者穿上蓑
衣，带好斗篷，腰间系上抄网才算配齐了行头。 淌鱼
时，人站在网后，迎着水流，网兜贴在腿上，看见鱼
儿进网兜，或感觉有鱼碰腿时立即起网：前手上抬，
后手下压，网前沿向上一挑，即可擒获。 小鱼用手抓
或动抄网，遇到大鱼，则连鱼带网抱到岸边。 鱼货是
对辛勤付出的奖励：鲢鱼、鲤鱼、刀鱼等，家里难得
改善伙食，有时捕得多了，相处融洽的邻居也一起跟
着享受这大自然的馈赠。

小时候顽皮好动，也喜欢捞鱼摸虾，最大的愿望
莫过于有一张属于自己的鱼网。朱稽河鱼虾多，留下
诸多最难忘的记忆，以至尚能历历在目。记得夏天的
晚上，循着蛙鸣，手持土造的鱼叉，沿着河岸、沟渠
以及河水灌溉的稻田，用手电筒寻找水里的黑鱼、鲶
鱼、青蛙，看过密密麻麻的鳗鱼苗群，多如牛毛，忍
不住双手捧起来，看着在手心里乱窜，观赏一会，又
忍不住泼到水中。

秋天是挖螃蟹的季节。 沿着接近水面的岸边寻
找形状略扁的洞口，便是螃蟹洞，如能看到螃蟹爬行
的痕迹，便更确定无误了。 用铁锹沿着洞口开挖，随
着深度的增加，洞口渐渐开始往外冒水，继续深挖，
蹲下或趴下用手抠挖， 用手指伸进洞内试探深浅和
走向，一般的半米深左右就能抓到。小窟窿爬不出大
螃蟹，最好选择大些的窟窿，但尺寸大的洞，挖掘难
度也增加。实在挖不出但又不忍放弃的，便尝试恶意
憋气法捕捉：把洞紧紧堵住，转了一圈再回头开挖，
成功地在洞口捕获。 抓到的螃蟹最简单的做法，洗
净，切块，用酱油生呛，配以姜蒜末去腥，味道鲜美
极了。 收货最丰的一次，三个人一共抓了十几只，
背着战利品兴高采烈地往家走：肩上扛着的铁锹
一头挂着盛螃蟹的篮子，另一头用树根钩着保持
平衡，一边走一边晃荡，嘴里还唱着丰收的歌。谁
料河堤高洼不平，脚下一个趔趄，树根钩滑了，铁
锹往身后翻去，铲伤了脚后跟，吓得二哥家都没敢

回，邻居伙伴帮我背回家。送到村医务室检查，庆幸
没伤到筋骨，但条件所限，未缝针，只作消炎包扎，
至今还留着明显的疤痕。

冬天， 朱稽河的冰面光滑如镜， 三九四九冰上
走，溜冰是冬天里最普遍的娱乐方式。溜冰车考验了
孩子们的智慧和动手能力：木头钉成矩形框子，上钉
木板坐人，下钉两根纵向钢丝或蚂蟥钉，与冰面接触
减轻阻力，另外准备好两根底端带钉子的木棍，一辆
简易的冰车制作成功。 “驾驶员”坐在冰车上，双手持
操纵杆，轻扎入冰面，均匀地向后推送，车便轻快地
往前滑，速度超过冰上行走，有人曾尝试以此代步。

田里的劳动告一段落， 河水水位降至一年中的
最低，是兴修水利的季节，农村称为“河工”。 跟二
哥，扛着网，一边看着热火朝天的挖河场面，一边沿
着近乎干涸的朱稽河捞鱼。 开始只捞着点麦穗、刀
鱼、草虾等，最后在满是淤泥的浅水汪处网住一只老
鳖，估计有两三斤重，但连着淤泥塞得满满一网，重
得拽不动。哥俩正在想办法时，被不专心干活的人看
见。 此人不管三七二十一，粗野地拽开网，顺手抄走
老鳖，头也不回，声称老鳖是他放的。 哥俩被欺负的
感觉持续了很久，心中闷闷不乐，可后来想想，是我
们在人家的地盘上中途插了一网，更有抢的嫌疑。

河堤南岸是青沙公路（青口至沙河线），当时用
粉化石铺设。哥仨把村里唯一的平车当成了玩具：把
弟弟放在车上，和二哥一起沿着马路推着飞奔。像撒
欢的野马，跑着，笑着，叫喊着。 谁知在下坡路段车
速越来越快，腿步跟不上车跑，最后拽不住了只好撒
手，任凭车子载着弟弟向前冲，眼看着冲下马路，打
了几个滚，翻到路边小溪里。等我俩惊魂失魄地跑到
车边， 弟弟已经自己从水里爬出了———庆幸老天保
佑，没有受伤！

历经多年的发展，河道马路平直宽阔，跨过朱稽
河的是几座配套的桥梁， 桥上走车辆行人， 桥下行
船。 偶尔回老家，都要到朱稽河岸边走走。 忍不住触
景生情：儿时的快乐难以复制，网可以制备了，可鱼
还有吗？

胜，只今草木尚含愁。 不知七国皆迷地，犹
自停车吊古邱。 ”

解放战争时期，1946年12月13日，国
民党整编第69师分左右两路纵队， 沿宿
(迁)新(安镇)、宿(迁)沭公路进犯，其左纵队
先头部队占领晓店、嶂山镇(宿迁以北)等
地。 陈毅与粟裕为了保证不失时机地发起
战役，令第一纵队、第八师于当晚向新安
镇西南的新店以北地区隐蔽开进，首次决
心围歼立足未稳的左路之敌整编69师于
宿迁、沭阳、新安镇三角地区（马陵山麓），
尔后视情况发展，再寻机歼灭右路整编11
师。 战役结束后，陈毅满怀胜利豪情，挥毫
赋诗一首：“敌到运河曲，蒙歼夫何疑？ 试
看峰山下，埋了戴之奇。 ”成为宿北人民传
诵的诗句。 1963年，在新沂马陵山公园建
有“宿北大战马陵山革命烈士纪念塔”，陈
毅元帅亲笔题写塔名。

马陵山脚的黑龙潭是人间难得的青
山秀水。 黑龙潭位于马陵山南侧，距桃林
镇西南约10公里， 毗邻桃林镇芦沃村与
山里岩村，景区南北长3公里，总面积有
4000余亩。 其中主要有黑龙潭、小三峡、
由吾洞和细石器遗址几个部分。 黑龙潭
水面面积3平方公里，水质清澈。 黑龙潭
边有一流水冲击形成的山涧， 因为取其
形似而称之“小三峡”。 在挡水坝未建之
前，这里常年水流，景色宜人。 山涧之上
有一石洞，位于山东一侧，名为由吾洞，
又名仙洞云壑。 洞内有石床、石刻壁画，
道家佛像、海水、龟龙水兽以及凤鸟云纹
等图案，清晰可辨，栩栩如生。 经考证形
成于隋唐时期。

马陵山在世人的眼中算不上巍峨，
因为它毕竟海拔最高处也不足百米，但
在我的心目中， 因其悠久的历史文化、
厚重的人文底蕴， 我丝毫不敢小觑，俨
然是一座高山矗立在我面前，让我心生
敬意。


